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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19年 1月新聞稿 

2019/1/21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21）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內閣改組、

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一月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三十二

次每月例行的重大議題民調。由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持並主講，並邀請丁

庭宇、林濁水、施正鋒等三位知名學者專家與談。 

 

本次調查重點如下：（一）蔡英文總統聲望；（二）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

（三）台灣人對新內閣的感覺；（四）台灣人對「一中原則」、「一國兩制」、「九

二共識」的態度；（五）蔡英文總統的兩岸表現；（六）台灣人的統獨傾向；（七）

蔡英文總統的拼經濟表現；（八）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等等。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意顯示，蔡英文總統整體聲望在過去十幾天出

現戲劇性轉變，不但「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e）

大幅提昇十個百分點，34.5%是 2018年 6月以來最高的時刻，連原本創歷

史新高的「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也從六成下降到四成八。研究分析顯示，

此次總統聲望從谷底強力反彈，絕處逢生，主要是「中國因素」或 2019年

初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談話及蔡總統強硬回應所造成。 

 

二、 關於台灣人對內閣改組後蔡政府的信心問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

的台灣成年人中，有三成九對內閣改組後的蔡政府基本上有信心，五成二的

人沒有信心；沒有信心的人比有信心的人多 1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台灣

社會多數人在新內閣組成後對蔡政府的執政能力信心仍然不足。 

 

三、 關於「一中原則」問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有二成

四的人基本上贊成「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但有六成八的人不贊成，

不贊成的人比贊成的人多 44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有高達四成一的人

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只有不到百分之六的人強烈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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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問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有約二成五的人基本上贊成「一國兩制」，六成七的人反對，反對的人比贊

成的人多 42 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有四成四的人持強烈反對的態度，

而強烈贊成的人不到 8個百分點。具體顯示了台灣主流民意並不接受「一國

兩制」的提議。 

 

五、 關於「九二共識」問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只有一

成九的人基本上同意「沒有九二共識，台灣就完了」，但有高達約六成八的

人不同意；不同意的人比同意的人多 48個百分點。這具體顯示了，在台灣

熱衷「九二共識」的人已低於兩成，不認為「沒有九二共識，台灣就完了」

的人反而佔居絕大多數，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基本共識。 

 

六、 關於台灣人的統獨傾向，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台灣

獨立」是近半數台灣人對未來的期待和選擇；其次是「兩岸統一」，第三是

「維持現狀」。這樣的發現，再一次表現出多數台灣人期待台灣未來要獨立，

也再一次打破「台灣人希望永遠維持現狀」的假象與迷思，而期盼未來兩岸

統一的人仍只維持在兩成出頭。這樣的民意反應是在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

40週年向台灣人喊話之後出現的，具有特殊的意義。 

 

七、 關於蔡總統兩岸表現的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

有四成三的人基本上滿意蔡總統的兩岸表現，但有四成九的人不滿意；不滿

意的人比滿意的人多 6 個百分點。這樣的結果，在記憶中似乎已是久遠的

事。 

 

八、 關於蔡英文總統的經濟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年滿二十歲的台灣成年人中，

有兩成九的人滿意蔡總統上任迄今的拼經濟表現，但有高達近六成四的人不

滿意，不滿意的人比滿意的人多約 35個百分點；同時，有三成四的人強烈

不滿，再一次創下台灣人不滿蔡總統拼經濟表現的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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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2019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習近平在紀

念「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場合發表一席驚動海內外的談話。長篇談話內容環繞在「一

中原則」、「九二共識」、「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反獨促統」、不放棄武力統一等等主

張，基本上是老調重彈，並無新意。但習近平此番談話卻引起台灣社會高度重視，蔡英

文總統罕見強硬回應，公開指出中國所謂「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原則，一國兩制」，台

灣拒絕接受；同時，她提出「四個必須」、「三個安全」直接回應習近平的「習五條」。蔡

英文罕見強硬的回應，一時之間，竟獲得台灣社會熱烈迴響，一掃近期總統聲望空前低

落的鬱悶之氣。 

1979 年中共首度以「人大常委會」名義提出「告台灣同胞書」，並由時任人大常委

會主席葉劍英發表，時間一過就是四十年。如果說，從今起四十年後，又有新中國國家

主席再提「告台灣同胞書」，那將是 2059 年的事，鑒往知來，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實無

法完全排除。無論如何，台灣社會對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軟硬兼施的喊話作何感想？

特別是對「一中原則」、「一國兩制」、「九二共識」等有何反應？值得關注。 

行政院內閣改組則是近期台灣政治過程的另一重頭戲。11 月 24 日當天晚上，因

2018 地方大選執政黨遭遇空前挫敗，第一時間請辭的行政院長賴清德終於在被慰留 48

天後正式下台，由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接任。這次因閣揆請辭，內閣跟著總辭，新任閣揆

上台，除行政院三長易人，並遞補四位選後遺留的閣員空缺外，其他內閣成員幾全數留

下，外界是否感受到新人新氣象？不無疑問。但這一新內閣團隊被賦予一個重大任務，

那就是，重建社會與人民對蔡政府的信賴與支持。這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尤其是面

臨即將到來的 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新內閣表現的好壞將和大選成敗有不可分割的關

係。 

明年此時，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或已結束。莫怪近日媒體與大學研究機構接連發

佈有關總統選舉競爭的可能結果，而且已鎖定蔡英文、朱立倫與柯文哲三位最可能出現

的人選品頭論足。這說明了 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已經浮上檯面，也已經浮現在社會大

眾的心底。 

新年頭，舊年尾，縈繞著一般人心的事物離不開經濟。個人經濟狀況的好壞，不但

影響個人日常生活，也某個程度決定個人對政府的觀感。送走 2018 年，台灣人對蔡英

文政府拼經濟表現的感受和評價為何？也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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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背景下，我們 1 月全國性民調就以「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為主

題，進行相關議題的調查研究。這涵蓋以下九大重點：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 

（二）賴清德院長的施政表現 

（三）台灣人對新內閣的感覺 

（四）台灣人對「一中原則」、「一國兩制」、「九二共識」的態度 

（五）蔡英文總統的兩岸表現 

（六）蔡英文總統的拼經濟表現 

（七）台灣人的統獨傾向 

（八）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參、調查期間與方法 

本次調查由台灣民意基金會游盈隆教授負責問卷設計、研究發現的判讀、報告撰寫、

及相關公共政策意涵的解析；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受基金會委託，負責問卷編制、抽樣設

計、電話訪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19 年 1 月 14-15 兩天；以全國為範圍的二十

歲以上成年人；抽樣方法是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數兩碼隨

機方式抽樣；有效樣本 1074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2.99 個百分點。

並依內政部最新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

經費來源是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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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34.5%，絕處逢生，又一次戲劇性轉變 

關於總統聲望，一如往常，我們問：「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半，您贊同或不贊同

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結果顯示：5.2%非常贊同，29.3%

還算贊同，26.9%不太贊同，20.6%一點也不贊同，18%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言

之，最新民意顯示，2019年 1月，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有 34.5%的人基本上贊

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47.5%的人不贊同；不贊同的人比贊同的人多 13個

百分點；另一方面，強烈不贊同的人有二成一，強烈贊同的人只有百分之五。請參見圖

1。 

和上個月相比，贊同蔡總統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增加 10 個百分點，不贊同的人

減少 12.8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總統整體聲望在過去十幾天出現戲劇性轉

變，不但「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e）大幅提昇十個百分

點，連原本創歷史新高的「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Disapproval Rate）

也從六成下降到四成八，請參見圖 2。根據相關訊息研判，此次總統聲望從谷底強力反

彈，主要是「中國因素」或 2019 年初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談話及蔡總統強

硬回應所造成，和新閣效應關係不大。 

根據圖 3 蔡英文總統聲望的長期趨勢圖，此刻蔡英文總統的聲望已從谷底攀升，是

2018 年 6 月以來最高的時刻，儘管 34.5%的「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顯示目前她的民

意支持度仍屬偏低的狀態。此外，自前年 11 月開始到現在已經一年又兩個月的「第二

次執政困境」持續存在，雖然拜 2019 年初習近平效應之賜，2018 選後巨大民怨狂潮已

消退大半。如何從「第二次執政困境」中脫困而出？依然是一個嚴厲的挑戰。 

  



4 
 

圖 1：蔡英文總統聲望（2019/1 月） 

 

 

 

 

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最近兩個月的比較 （2018/12 &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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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圖 [2016/5~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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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行政院長賴清德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行政院長賴清德去年九月初上任迄今一年又 4 個月，其中經歷了 2018 九合一地方

大選民進黨歷史性挫敗。選後民調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三成七的人滿

意賴內閣的表現，有四成九的人不滿意。不滿意的人比滿意的人多 12 個百分點，創下

他上任以來台灣人最不滿意其內閣施政表現的紀錄。2018 年 11 月 24 日敗選當晚，賴

清德雖在第一時間請辭，但隨即被總統慰留到 2019 年 1 月 11 日才被准辭卸任。台灣

人對賴清德院長上任以來整體施政表現的感覺為何？是這次全國性民調關注的重點之

一。 

我們問：「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前後共一年又四個月。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

清德的整體施政表現？」結果發現：8.3%非常滿意，44.9%還算滿意，23.5%不太滿意，

11.5%非常不滿意，11.9%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

上的台灣人中，有五成三的人基本上滿意賴清德院長的施政表現，三成五的人不滿意。

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8 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4。 

根據圖 5，自 2018 年初到現在，共六次不定期調查，賴清德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軌跡，大多數時間滿意都高於不滿意，這在台灣特殊政治生態環境下，洵屬不易。2019

年 1 月 11 日內閣總辭後的民意反應顯示，有明顯過半數的台灣人滿意他上任 16 個月

來的整體施政表現，為他這一段從政旅程劃下美好的句點，這樣的下台身影肯定會羨煞

許多曾任行政院長的人。 

 

圖 4：賴清德院長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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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賴清德院長施政表現滿意度趨勢圖 [2018/1~2019/1] 

 
 

 

 

 

 

三、台灣人對蘇貞昌新內閣的感覺 

1 月 11 日，蔡英文總統任命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接任閣揆，內閣隨之改組。整體而

言，內閣雖形式上總辭，但大多數閣員留任，只有院本部三長和四個選後請辭出缺的部

會首長補實。蘇貞昌臨危授命接掌行政院，除需面對艱鉅的政務推動，重建社會及人民

對蔡政府的信賴與支持，還需面對即將到來的 2020 總統及立委大選的挑戰。台灣人對

此一新內閣團隊的感覺如何？是否因新行政團隊的出現而提升對蔡政府的信心？ 

我們問：「1月 11日內閣總辭，行政院長賴清德下台，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接任。請

問，您是否肯定蔡英文總統這項人事安排？」結果發現：7.8%非常肯定，31.4%還算肯

定，21.7%不太肯定，19.4%一點也不肯定，19.7%沒意見、不知道。換言之，在台灣二

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三成九基本上肯定蔡總統這項人事安排，四成一不肯定；不肯

定這項人事安排的人略多於肯定的人。這意味著，民進黨敗選過後，台灣社會對蔡總統

這項人事安排看法分歧，反應稍嫌冷淡，後續發展端看蔡總統與蘇貞昌院長的表現而定。

請參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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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政府上台兩年半，因整體中央執政表現不得民心，導致在 2018 地方大選慘

敗。選後，如何重建台灣社會對蔡政府的信賴和支持，便成為蔡政府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新內閣團隊的組成，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提升台灣人民對蔡政府的信心呢？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對內閣改組後的蔡英文政府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8.7%

非常有信心，30%還算有信心，26.3%不太有信心，25.7%一點也沒有信心，9.3%沒意

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三成九

對內閣改組後的蔡政府基本上有信心，五成二的人沒有信心；沒有信心的人比有信心的

人多 13 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台灣社會多數人在新內閣組成後對蔡政府的執政能力信

心仍不足，值得後續觀察。 

 

圖 6：台灣人對蔡總統任名蘇貞昌出任行政院長的感覺（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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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台灣人對內閣組成後蔡政府的信心（2019/1） 

 

 

 

 

 

四、台灣人對當前兩岸關係若干問題的態度 

（一） 關於「一中原則」的問題 

我們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

請問您贊不贊成這樣的主張？」結果發現：6.4 非常贊成，17.6%還算贊成，27.1%不太

贊成，41.1%一點也不贊成，7.8%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

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有二成四的人基本上贊成「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但有六

成八的人不贊成，不贊成的人比贊成的人多 44 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有高達四成

一的人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只有不到百分之六的人強烈贊成。這清楚地顯示，台灣主流

民意不接受「兩岸同屬一中」的主張，任何台灣民選政府沒有不遵循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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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台灣人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2019/1） 

 

  

圖 9 顯示了過去兩年半台灣民意基金會針對同一個問題所做的三次調查。結果發現，

絕大多數台灣人民並不贊成「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主張，顯示台灣主流民意穩

定且一致的反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圖 9：台灣人對「一中原則」的態度：三次不同時間點的比較（2016/5--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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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一國兩制」的問題 

我們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兩岸

統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的意思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請問您贊不贊成？」

結果發現：7.6%非常贊成，17%還算贊成，23.1%不太贊成，44%一點也不贊成，8.3%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有約二成

五的人基本上贊成「一國兩制」，六成七的人反對，反對的人比贊成的人多 42 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有四成四的人持強烈反對的態度，而強烈贊成的人不到 8 個百分點。具

體顯示了台灣主流民意並不接受「一國兩制」的提議。請參見圖 10。 

 

（三）關於「九二共識」的問題 

我們問：「有人說：「沒有九二共識，台灣就完了」，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結果發現：4.6%非常贊成，14.6%還算贊成，31.3%不太贊成，36.2%一點也不贊成，

13.1%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

只有一成九的人基本上同意「沒有九二共識，台灣就完了」，但有高達約六成八的人不同

意；不同意的人比同意的人多 48 個百分點。這具體顯示了，在台灣熱衷「九二共識」

的人已低於兩成，不認為「沒有九二共識，台灣就完了」的人反而佔居絕大多數，甚至

可以說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基本共識。請參見圖 11。 

 

 

圖 10：台灣人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態度（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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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人對「九二共識」的態度（2019/1） 

 
 

 

圖 12：台灣人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兩次比較 （2016/5＆2019/1） 

 
 

 圖 12 呈現了 2016 年 5 月和 2019 年 1 月的兩次比較，大致說來，台灣人對「九

二共識」的反應模式基本上不變，只有極少數人對「九二共識」有強烈正面的反應，

相較之下，絕大多數人對「九二共識」的重要性嗤之以鼻。由此可見，2016 年「後馬

英九時代」的台灣社會對「九二共識」已經越來越沒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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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蔡政府拒絕「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的問題 

蔡英文總統回應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明確地說「…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

識」，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其實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

制」。她說，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這確實講出了大多數台灣人的心聲。這也是

蔡政府上任以來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立場和原則。當蔡政府拒絕「九二共識」和「一國

兩制」，北京當局又一成不變時，兩岸關係必然是持續的緊張和衝突，台灣人如何面對這

樣的狀況？ 

 我們問：「如果因為蔡政府拒絕「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使中共不願意改善兩岸

關係，您會支持或不支持蔡政府這項政策立場？」結果發現：25.2%非常支持，23.1%

還算支持，17.7%不太支持，22.3%一點也不支持，11.7%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

之，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有四成八的人基本上會支持蔡政府拒絕「九二共識」和

「一國兩制」的立場，即使因為這樣導致中國當局不願改善兩岸關係；同時，有四成的

人不支持；整體來講，支持的人比不支持的人多八個百分點。由此可見，蔡政府拒絕「九

二共識」和「一國兩制」是有相對多數的台灣民意支撐，即使因此中國當局不願改善兩

岸關係。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當局也很可能藉此不斷施壓蔡政府，因為有四成的人將因

此不滿蔡政府的兩岸政策立場，而這正是台灣社會內部最難解的政治分歧。請參見圖 13。 

 

圖 13：台灣人對蔡政府兩岸政策立場的態度（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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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2018 台灣地方大選，蔡英文總統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遭遇空前的挫敗，中央執政

表現不得民心是敗選的最主要原因。在眾多不佳的中央執政表現中，蔡總統的兩岸和經

濟表現更是重中之重。選後，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當

中，只有二成五對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基本上滿意，但有六成六不滿意；不滿意

的人比滿意的人多 41 個百分點，且強烈不滿的人多達三成二，雙雙創下歷史紀錄。這

項發現顯示，選後台灣社會高達三分之二多數的人對蔡總統兩年多來的整體兩岸政策表

現是不滿的、失望的、期待改善的。肯定蔡總統兩岸表現的人僅剩四分之一，是相當弱

勢的少數。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 

然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9 年初的「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的演說，卻無

意中提供蔡英文總統罕見強硬的回應機會，贏得台灣社會許久未見的掌聲。蔡英文總統

的兩岸表現會因為這樣而鹹魚翻身嗎？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迄今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結果發現：10.4%非常滿意，32.8%還算滿意，21.8%不太滿意，27.2%非常不滿意，7.7%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有四成三

的人基本上滿意蔡總統的兩岸表現，但有四成九的人不滿意；不滿意的人比滿意的人多

6 個百分點。這樣的結果，在記憶中似乎已是久遠的事。請參見圖 14。 

與上個月相比，我們可輕易地發現，滿意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表現的人增加近 18

個百分點，不滿意的人減少近 17 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讓上個月不滿意蔡總統兩岸

表現的人超過滿意的人 41 個百分點，剎那間只剩 6 個百分點。台灣人在這個問題上，

態度起伏之大前所未見，而唯一可以解釋的正是前面所說的「習近平效應」。從另一個角

度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鄭重地發表談話，卻意外的、無心

的幫蔡英文總統鹹魚翻身，一舉跳脫兩年多來兩岸關係處理不佳的困境，是百分之一百

「非其所願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造化弄人，又添一例，只是這種事

三不五時就會發生在兩岸關係史上，應有其奇特的歷史因果。請參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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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蔡總統兩岸表現的民意反應（2019/1） 

 

 

 

 

圖 15：蔡總統兩岸表現的民意反應： 12 月與 1 月的比較 （2018/12&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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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蔡總統兩岸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圖 （2016/8~2019/1） 

 

 

圖 16 是自 2016 年 5 月到 2019 年 1 月，共 13 次全國性民意調查的結果，整個折

線圖透露出蔡英文總統在全國民眾心目中處理兩岸關係表現好壞的起伏，2019 年 1 月

這樣的結果確實是充滿戲劇張力的。 

 

  

51.4%

41.2%
44.5% 41.8%

43.1%
38.1%

34.6% 36.4%
30.8% 32.6%

37.6%

25.3%

43.2%
39.7%

47.8%48.2% 47.5% 47.7%

56.1% 58.2%
52.0%

59.6% 57.3%
56.0%

65.7%

49.1%

9.0% 11.0%
7.3%

10.8% 9.2%
5.8% 7.2%

11.6% 9.5% 10.1%
6.4% 9.0% 7.7%

0%

20%

40%

60%

80%

2016年

8月

(1,076)

11月

(1,098)

12月

(1,097)

2017年

1月

(1,078)

2月

(1,088)

5月

(1,075)

6月

(1,080)

10月

(1,068)

2018年

1月

(1,074)

3月

(1,072)

5月

(1,071)

12月

(1,082)

2019年

1月

(1,074)

滿意 不滿意 不知道

年度

月份

(樣本數)



17 
 

五、台灣人的統獨傾向 

台灣人的統獨傾向是牽動兩岸關係的關鍵變數，也是我們長期觀察的重點項目。

2019 年元旦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說，

激起台灣社會強烈的反應，包括「一中原則」、「一國兩制」、「九二共識」方面，台灣人

民都有清楚而具體的態度表示，已如上述。習近平總書記這次談話重點其實是「反獨促

統」，台灣人民的反應為何？ 

我們問：「國內對於台灣前途問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好，也有

人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是怎樣？是「台灣獨立」或是「兩岸統一」?」

結果發現：47.5%認為未來台灣獨立比較好，22.7%認為未來兩岸統一比較好，18.5%認

為未來還是維持現狀比較好，11.3%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

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台灣獨立」是近半數台灣人對未來的期待和選擇；其次是

「兩岸統一」，第三是「維持現狀」。這樣的發現，再一次表現出多數台灣人期待台灣未

來要獨立，也再一次打破「台灣人希望永遠維持現狀」的假象與迷思，而期盼未來兩岸

統一的人仍只維持在兩成出頭。這樣的民意反應是在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向

台灣人喊話之後出現的，具有特殊的意義。請參見圖 17。 

值得注意的是，和上個月的調查結果相比，主張未來台灣要獨立的人一舉躍升 12

個百分點，主張未來兩岸統一的人減少 1 個百分點，主張未來還是要「維持現狀」的人

則減少了約 11 個百分點。這表示在中國外力威脅下，原本主張維持現狀的人會轉而支

持台灣獨立。 

 

圖 17：台灣人的統獨傾向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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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台灣人的統獨傾向：習近平元旦談話前後比較（2018/12＆2019/1） 

 

 

 

 

圖 19：台灣人的統獨傾向：習近平元旦談話前後比較（2018/12＆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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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台灣人的統獨傾向趨勢圖 （1991~2019/1） 

 

 

圖 20 呈現的是自 1991 年到 2019 年 1 月台灣人統獨傾向的趨勢，清楚呈現出打造

台灣國家認同的力量，有時候外鑠比內造重要；換言之，中國威脅是喚醒近期支持台灣

獨立的重要外來力量，而非來自蔡英文總統所領導民進黨政府的自發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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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蔡英文總統的拼經濟表現 

在民主國家，總統的總體經濟表現常被視為施政成敗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台灣當然

也不例外。總統的經濟表現是總統聲望高低的關鍵因素。蔡英文接下馬英九的棒子，必

須概括承受多年來經濟蕭條、不景氣、遲滯發展的苦果。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希望繼續

過苦日子，期盼政黨論替後，新政府能帶來新希望、新氣象，有效改善經濟生活。蔡英

文在她的就職演說中，將經濟結構轉型列為五個優先要做的首要工作，但她拼經濟的口

號是「創新、就業、分配」，避談經濟成長。兩年半過去了，蔡英文總統領導下的民進黨

政府遭遇 2018 地方大選歷史性挫敗，合理推測，應與蔡總統的經濟表現有重要關係。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迄今，在拼經濟方面的表現？」

結果發現：3.7%非常滿意；25.3%還算滿意；29.5%不太滿意；34.1%非常不滿意；7.4%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年滿二十歲的台灣成年人中，有兩

成九的人滿意蔡總統上任迄今的拼經濟表現，但有高達近六成四的人不滿意，不滿意的

人比滿意的人多約 35個百分點；同時，有三成四的人強烈不滿。請參見圖 21。 

 

圖 21：蔡英文總統經濟表現的民意反應（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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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蔡英文總統經濟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圖 （2016/8~2019/1） 

 

 

圖 22 呈現的是自 2016 年 8 月到 2019 年 1 月，台灣人對蔡英文總統拼經濟的感

覺，這且先簡單分五點來說明：第一，2016 年 8 月蔡總統百日執政時，滿意或不滿意

蔡英文經濟表現的人各約佔四成六，平分秋色，不相上下；第二，從 2016 年 11 月開

始，不滿意蔡英文經濟表現的人大幅增加，到達五成五，12 月並進一步飆升到六成，不

滿意的人竟高出滿意的人 30 個百分點；第三，到了蔡英文執政滿週年的時候，不滿意

其拼經濟表現的人，更衝高到六成四，滿意者則只有三成三；第四，到了 2018 年 5 月，

執政兩週年，不滿意蔡總統拼經濟表現的人仍高達六成一，滿意者只有三成五。第五，

也是最後，2018 年地方大選執政的民進黨慘敗，選後的現在，2019 年 1 月，不滿意蔡

總統經濟表現的人再一次衝到六成四，滿意者只有兩成九，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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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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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2.0%

新竹縣 24 2.2%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8 5.4%

南投縣 23 2.2%

雲林縣 32 3.0%

嘉義縣 24 2.2%

屏東縣 39 3.6%

台東縣 10 0.9%

花蓮縣 15 1.4%

澎湖縣 5 0.5%

基隆市 17 1.6%

新竹市 19 1.8%

嘉義市 12 1.1%

台北市 121 11.3%

高雄市 128 11.9%

新北市 184 17.1%

台中市 124 11.6%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98 9.1%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74 100.0%

非常贊同 55 5.2%

還算贊同 314 29.3%

不太贊同 289 26.9%

一點也不贊同 222 20.6%

沒意見 101 9.4%

不知道 92 8.6%

1074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半，您贊同

或不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

要人事安排與政策？

合計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執行單位：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訪問地區：全國 

訪問對象：二十歲以上成年人 

抽樣方法：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兩碼隨機方式抽樣 

訪問日期：108 年 1 月 14 日 至 107 年 1 月 15 日 

有效樣本：1,074 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2.99 個百分點 

訪問系統：玉瑪科技 Win Cati 調查系統 

加權方式：依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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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肯定 83 7.8%

還算肯定 337 31.4%

不太肯定 233 21.7%

一點也不肯定 209 19.4%

沒意見 110 10.2%

不知道 102 9.5%

1074 100.0%

非常滿意 89 8.3%

還算滿意 482 44.9%

不太滿意 253 23.5%

非常不滿意 123 11.5%

沒意見 49 4.6%

不知道 78 7.2%

拒答 1 0.1%

1,074 100.0%

非常有信心 93 8.7%

還算有信心 322 30.0%

不太有信心 282 26.3%

一點也沒信心 276 25.7%

沒意見 36 3.4%

不知道 63 5.8%

拒答 2 0.1%

1074 100.0%

非常贊成 69 6.4%

還算贊成 189 17.6%

不太贊成 291 27.1%

一點也不贊成 442 41.1%

沒意見 37 3.5%

不知道 45 4.2%

拒答 1 0.1%

1074 100.0%

非常贊成 82 7.6%

還算贊成 182 17.0%

不太贊成 248 23.1%

一點也不贊成 472 44.0%

沒意見 32 2.9%

不知道 54 5.0%

拒答 4 0.4%

1074 100.0%

Q6．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大陸和台

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請

問您贊不贊成這樣的主張？

Q3．1月11日內閣總辭，行政院長賴清德

下台，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接任。請問，您

是否肯定蔡英文總統這項人事安排？

合計

Q4．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前後共一年又四

個月。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

的整體施政表現？

合計

Q5．整體來講，您對內閣改組後的蔡英文

政府有沒有信心？

合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1月2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蔡英文總統立即做出回應，引起國內外高度

關注。對此，我們想請教您幾個問題。

合計

Q7．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兩岸統

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的意思是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請問您贊不贊

成？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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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同意 50 4.6%

還算同意 157 14.6%

不太同意 337 31.3%

一點也不同意 388 36.2%

沒意見 27 2.5%

不知道 114 10.6%

拒答 2 0.2%

1074 100.0%

非常支持 271 25.2%

還算支持 248 23.1%

不太支持 190 17.7%

一點也不支持 239 22.3%

沒意見 48 4.4%

不知道 74 6.9%

拒答 4 0.4%

1074 100.0%

非常滿意 112 10.4%

還算滿意 352 32.8%

不太滿意 234 21.8%

非常不滿意 293 27.2%

沒意見 26 2.4%

不知道 57 5.3%

1074 100.0%

非常滿意 40 3.7%

還算滿意 272 25.3%

不太滿意 317 29.5%

非常不滿意 366 34.1%

沒意見 33 3.1%

不知道 46 4.3%

1074 100.0%

台灣獨立 510 47.5%

兩岸統一 244 22.7%

維持現狀 198 18.5%

沒意見 65 6.0%

不知道 46 4.3%

拒答 11 1.0%

1,074 100.0%

Q8．有人說：「沒有九二共識，台灣就完

了」，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合計

Q9．如果因為蔡政府拒絕「九二共識」和

「一國兩制」使中共不願意改善兩岸關係

，您會支持或不支持蔡政府這項政策立

場？

合計

Q10．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

總統上任迄今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合計

Q11．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

總統上任迄今，在拚經濟方面的表現？

合計

Q12．國內對於台灣前途問題有很多爭論

，有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好，也有人

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

是怎樣？是「台灣獨立」或是「兩岸統

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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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很堅持 253 49.6%

贊成但不很堅持 257 50.4%

510 100.0%

很堅持 46 18.8%

贊成但不很堅持 198 81.2%

244 100.0%

台灣獨立 76 38.3%

兩岸統一 60 30.0%

永遠維持現狀 63 31.7%

198 100.0%

很堅持台灣獨立 253 23.6%

贊成但不很堅持台灣獨立 257 23.9%

維持現狀但偏台灣獨立 76 7.1%

永遠維持現狀 63 5.8%

維持現狀但偏兩岸統一 60 5.5%

贊成但不很堅持兩岸統一 198 18.4%

很堅持兩岸統一 46 4.3%

沒意見 65 6.0%

不知道 46 4.3%

拒答 11 1.0%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260 24.2%

中國國民黨 326 30.3%

時代力量 82 7.7%

親民黨 7 0.7%

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 2 0.2%

新黨 4 0.3%

綠黨 7 0.6%

民國黨 2 0.2%

社會民主黨 1 0.1%

樹黨 2 0.2%

基進黨 5 0.5%

沒有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362 33.7%

不知道 9 0.8%

拒答 5 0.4%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260 24.2%

中國國民黨 326 30.3%

時代力量 82 7.7%

其他政黨 30 2.8%

沒有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362 33.7%

不知道 13 1.2%

1,074 100.0%

合計

(合併)Q13．台灣目前有兩個大黨，民進

黨與國民黨，還有幾個小黨，時代力量、

親民黨、台聯黨、新黨、綠黨等等。在所

有這些政黨中，您個人最支持的是哪一個

政黨？

合計

本題回答人數：Q12"維持現狀"者

Q12-3．如果現狀無法維持，您的選擇

是？台灣獨立或是兩岸統一？

合計

(合併Q12、Q12-1~Q12-3)

Q12．國內對於台灣前途問題有很多爭論

，有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好，也有人

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

是怎樣？是「台灣獨立」或是「兩岸統

一」？

合計

Q13．台灣目前有兩個大黨，民進黨與國

民黨，還有幾個小黨，時代力量、親民

黨、台聯黨、新黨、綠黨等等。在所有這

些政黨中，您個人最支持的是哪一個政

黨？

合計

本題回答人數：Q12 "台灣獨立"者

Q12-1．請問您是否堅持「台灣獨立」？

合計

本題回答人數：Q12 "兩岸統一"者

Q12-2．請問您是否堅持「兩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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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自營商/雇主 109 10.1%

公務人員 22 2.0%

軍人 1 0.1%

中小學老師 16 1.4%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179 16.6%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88 8.2%

勞工 165 15.4%

專業人員 39 3.6%

在學學生 62 5.8%

農民 41 3.8%

退休 130 12.1%

無業/待業 33 3.0%

家庭主婦 188 17.5%

拒答 4 0.3%

1,074 100.0%

小學及以下 146 13.6%

初中、國中 133 12.3%

高中、高職 299 27.8%

專科 128 11.9%

大學 285 26.5%

研究所及以上 80 7.4%

拒答 4 0.4%

1,074 100.0%

河洛人 789 73.5%

客家人 136 12.7%

外省人 130 12.1%

原住民 11 1.0%

新移民 1 0.1%

拒答 7 0.6%

1,074 100.0%

20～24歲 86 8.0%

25～29歲 88 8.2%

30～34歲 91 8.5%

35～39歲 112 10.4%

40～44歲 106 9.9%

45～49歲 100 9.3%

50～54歲 102 9.5%

55～59歲 102 9.5%

60～64歲 91 8.5%

65～69歲 74 6.9%

70歲及以上 120 11.2%

拒答 3 0.3%

1,074 100.0%

男性 527 49.1%

女性 547 50.9%

1,074 100.0%

Q18．性別

合計

Q14．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Q15．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Q16．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

人，還是原住民？

合計

Q17．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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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贊同

還算

贊同

不太

贊同

一點也

不贊同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7.1% 30.2% 25.0% 23.0% 14.7% 527 49.1%

女性 3.3% 28.3% 28.8% 18.4% 21.2% 547 50.9%

5.2% 29.3% 26.9% 20.6% 18.0% 1,074 100.0%

20~24歲 3.3% 39.2% 28.3% 6.2% 23.0% 86 8.0%

25~34歲 4.0% 43.3% 26.1% 13.9% 12.8% 180 16.8%

35~44歲 3.3% 28.6% 33.8% 19.8% 14.5% 218 20.3%

45~54歲 4.2% 24.0% 28.5% 28.6% 14.6% 201 18.8%

55~64歲 7.2% 25.4% 23.0% 27.8% 16.5% 192 18.0%

65歲及以上 8.1% 21.9% 22.2% 19.2% 28.6% 194 18.1%

5.2% 29.3% 27.0% 20.7% 17.8% 1,071 100.0%

河洛人 5.9% 31.3% 26.3% 17.4% 19.1% 789 74.0%

客家人 4.9% 28.2% 31.3% 25.0% 10.5% 136 12.8%

外省人 1.7% 18.7% 27.8% 33.7% 18.1% 130 12.2%

原住民 0.0% 17.9% 29.7% 36.2% 16.2% 11 1.0%

5.2% 29.2% 27.1% 20.5% 17.9% 1,066 100.0%

小學及以下 6.9% 20.0% 16.3% 13.3% 43.5% 146 13.6%

初中、國中 3.9% 25.3% 28.4% 17.6% 24.7% 133 12.4%

高中、高職 4.2% 27.5% 29.0% 21.0% 18.3% 299 28.0%

專科 6.8% 27.4% 26.3% 31.2% 8.3% 128 12.0%

大學及以上 5.2% 36.4% 29.3% 20.8% 8.3% 365 34.1%

5.2% 29.2% 27.0% 20.7% 17.9% 1,070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8.4% 29.9% 27.2% 30.8% 3.6% 109 10.2%

高階白領人員 3.8% 31.7% 34.1% 22.6% 7.9%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3.7% 36.4% 26.3% 17.6% 16.1% 179 16.7%

軍公教人員 9.8% 13.6% 41.2% 33.4% 2.0% 38 3.6%

勞工 3.8% 29.0% 27.5% 14.9% 24.8% 165 15.4%

農民 6.2% 14.2% 20.9% 15.7% 43.0% 41 3.8%

學生 4.6% 46.2% 30.9% 8.6% 9.6% 62 5.8%

家庭主婦 3.3% 28.9% 24.2% 17.7% 25.9% 188 17.5%

退休人員 7.0% 21.3% 21.4% 29.7% 20.5% 130 12.1%

無業/待業者 12.9% 20.3% 19.8% 19.6% 27.4% 33 3.0%

5.2% 29.3% 26.9% 20.6% 17.9% 1,070 100.0%

民進黨 13.7% 53.3% 17.3% 3.1% 12.5% 260 24.2%

國民黨 0.3% 10.2% 36.1% 45.5% 7.9% 326 30.3%

時代力量 10.7% 53.6% 24.2% 4.6% 6.9% 82 7.7%

其他政黨 13.0% 24.3% 36.0% 19.1% 7.6% 30 2.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7% 24.9% 25.4% 15.2% 32.8% 362 33.7%

不知道 0.0% 5.0% 29.8% 5.8% 59.5% 13 1.2%

5.2% 29.3% 26.9% 20.6% 18.0% 1,074 100.0%

台灣獨立 8.5% 48.1% 20.1% 7.0% 16.4% 510 47.5%

維持現狀 4.2% 22.6% 27.0% 31.8% 14.4% 198 18.5%

兩岸統一 0.8% 3.7% 43.9% 39.7% 11.9% 244 22.7%

不知道 1.7% 12.7% 21.6% 21.4% 42.7% 122 11.4%

5.2% 29.3% 26.9% 20.6% 18.0% 1,074 100.0%

省籍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半，您贊同或不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

與政策？

合計

年齡

合計

合計

性別

教育程度

統獨立場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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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贊同

還算

贊同

不太

贊同

一點也

不贊同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2．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半，您贊同或不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

與政策？

合計

台北市 5.4% 36.4% 24.4% 23.3% 10.5% 121 11.3%

新北市 4.4% 23.6% 32.1% 20.0% 19.9% 184 17.1%

桃竹苗 6.3% 35.1% 24.1% 20.3% 14.2% 166 15.5%

中彰投 1.9% 26.1% 31.0% 21.6% 19.4% 206 19.1%

雲嘉南 5.3% 29.7% 22.4% 17.0% 25.5% 155 14.4%

高屏澎 9.8% 27.3% 26.1% 16.7% 20.1%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2.2% 31.1% 25.0% 33.0% 8.7% 71 6.6%

5.2% 29.3% 26.9% 20.6% 18.0% 1,07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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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有信心

還算

有信心

不太

有信心

一點也

沒信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0.9% 29.2% 26.2% 24.8% 8.9% 527 49.1%

女性 6.5% 30.8% 26.3% 26.5% 9.8% 547 50.9%

8.7% 30.0% 26.3% 25.7% 9.4% 1,074 100.0%

20~24歲 3.3% 41.6% 26.6% 25.2% 3.2% 86 8.0%

25~34歲 8.6% 41.5% 15.9% 24.7% 9.3% 180 16.8%

35~44歲 6.7% 26.9% 35.0% 25.4% 6.0% 218 20.3%

45~54歲 8.0% 26.7% 28.2% 31.4% 5.7% 201 18.8%

55~64歲 11.5% 24.2% 26.6% 27.8% 9.9% 192 18.0%

65歲及以上 11.4% 26.9% 23.4% 19.5% 18.8% 194 18.1%

8.7% 30.0% 26.2% 25.8% 9.3% 1,071 100.0%

河洛人 9.4% 32.8% 25.9% 22.4% 9.6% 789 74.0%

客家人 10.3% 24.7% 21.6% 35.7% 7.7% 136 12.8%

外省人 3.8% 19.7% 33.3% 34.7% 8.5% 130 12.2%

原住民 0.0% 17.9% 29.7% 45.8% 6.6% 11 1.0%

8.7% 30.0% 26.3% 25.8% 9.2% 1,066 100.0%

小學及以下 10.2% 26.8% 22.4% 13.7% 27.0% 146 13.6%

初中、國中 9.8% 25.3% 33.5% 19.4% 11.9% 133 12.4%

高中、高職 7.9% 27.2% 26.1% 32.1% 6.7% 299 28.0%

專科 10.1% 21.8% 30.5% 31.7% 6.0% 128 12.0%

大學及以上 7.9% 38.1% 23.9% 25.7% 4.5% 365 34.1%

8.7% 30.0% 26.3% 25.8% 9.3% 1,070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1.8% 23.3% 27.7% 31.4% 5.8% 109 10.2%

高階白領人員 6.9% 27.9% 35.5% 27.6% 2.1%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6.1% 38.5% 18.4% 28.3% 8.7% 179 16.7%

軍公教人員 17.2% 21.4% 21.6% 34.3% 5.4% 38 3.6%

勞工 6.7% 30.4% 30.6% 21.1% 11.2% 165 15.4%

農民 9.5% 15.4% 32.9% 21.0% 21.3% 41 3.8%

學生 11.5% 42.8% 15.5% 26.8% 3.4% 62 5.8%

家庭主婦 7.3% 31.3% 27.0% 23.8% 10.6% 188 17.5%

退休人員 10.8% 24.4% 25.0% 25.7% 14.1% 130 12.1%

無業/待業者 13.1% 28.2% 22.8% 16.0% 19.8% 33 3.0%

8.7% 29.9% 26.2% 25.8% 9.4% 1,070 100.0%

民進黨 23.1% 50.7% 17.6% 2.7% 5.8% 260 24.2%

國民黨 1.3% 11.7% 29.7% 54.0% 3.2% 326 30.3%

時代力量 13.5% 55.6% 16.3% 6.2% 8.3% 82 7.7%

其他政黨 3.3% 38.4% 31.0% 22.2% 5.1% 30 2.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3% 25.8% 31.9% 21.5% 16.6% 362 33.7%

不知道 7.3% 9.2% 8.9% 26.7% 48.0% 13 1.2%

8.7% 30.0% 26.3% 25.7% 9.4% 1,074 100.0%

台灣獨立 14.3% 44.1% 22.7% 10.6% 8.3% 510 47.5%

維持現狀 6.1% 26.6% 27.5% 33.1% 6.7% 198 18.5%

兩岸統一 0.9% 9.4% 34.2% 49.8% 5.7% 244 22.7%

不知道 4.7% 17.7% 23.1% 28.8% 25.6% 122 11.4%

8.7% 30.0% 26.3% 25.7% 9.4% 1,074 100.0%

Q5．整體來講，您對內閣改組後的蔡英文政府有沒有信心？

合計

性別

合計

合計

統獨立場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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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有信心

還算

有信心

不太

有信心

一點也

沒信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5．整體來講，您對內閣改組後的蔡英文政府有沒有信心？

合計

台北市 9.3% 33.7% 28.1% 22.3% 6.5% 121 11.3%

新北市 8.1% 31.9% 25.4% 28.2% 6.4% 184 17.1%

桃竹苗 12.7% 33.2% 25.3% 23.5% 5.3% 166 15.5%

中彰投 3.2% 29.7% 30.2% 25.8% 11.1% 206 19.1%

雲嘉南 10.7% 28.7% 22.6% 21.8% 16.2% 155 14.4%

高屏澎 9.3% 27.5% 27.5% 25.6% 10.2%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9.4% 21.2% 21.1% 38.9% 9.5% 71 6.6%

8.7% 30.0% 26.3% 25.7% 9.4% 1,07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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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贊成

還算

贊成

不太

贊成

一點也

不贊成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8.4% 16.7% 25.9% 42.7% 6.2% 527 49.1%

女性 4.5% 18.3% 28.3% 39.6% 9.3% 547 50.9%

6.4% 17.6% 27.1% 41.1% 7.8% 1,074 100.0%

20~24歲 4.4% 8.3% 22.8% 64.5% 0.0% 86 8.0%

25~34歲 0.9% 15.2% 31.8% 44.2% 7.9% 180 16.8%

35~44歲 7.1% 16.3% 32.1% 40.1% 4.4% 218 20.3%

45~54歲 8.3% 25.0% 23.4% 38.0% 5.3% 201 18.8%

55~64歲 7.3% 18.5% 27.6% 35.7% 10.9% 192 18.0%

65歲及以上 8.9% 16.8% 21.9% 38.6% 13.8% 194 18.1%

6.4% 17.6% 27.0% 41.3% 7.7% 1,071 100.0%

河洛人 5.3% 14.6% 29.1% 42.7% 8.3% 789 74.0%

客家人 7.5% 22.0% 20.3% 44.4% 5.9% 136 12.8%

外省人 11.2% 29.8% 20.9% 32.7% 5.4% 130 12.2%

原住民 11.7% 11.0% 54.8% 6.3% 16.2% 11 1.0%

6.4% 17.4% 27.2% 41.3% 7.7% 1,066 100.0%

小學及以下 7.4% 14.2% 29.3% 29.6% 19.5% 146 13.6%

初中、國中 3.8% 16.8% 30.8% 32.0% 16.6% 133 12.4%

高中、高職 6.5% 19.6% 28.5% 40.4% 5.0% 299 28.0%

專科 10.3% 20.9% 26.2% 39.4% 3.2% 128 12.0%

大學及以上 5.6% 16.5% 24.2% 50.3% 3.4% 365 34.1%

6.4% 17.6% 27.2% 41.1% 7.7% 1,070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7.8% 26.3% 14.0% 48.1% 3.8% 109 10.2%

高階白領人員 6.0% 20.8% 20.9% 48.5% 3.9%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3.3% 19.4% 31.6% 43.1% 2.5% 179 16.7%

軍公教人員 10.8% 22.4% 26.0% 40.8% 0.0% 38 3.6%

勞工 2.2% 11.3% 45.1% 30.5% 10.8% 165 15.4%

農民 12.0% 24.5% 8.8% 33.7% 21.0% 41 3.8%

學生 6.1% 4.5% 26.0% 63.4% 0.0% 62 5.8%

家庭主婦 5.7% 15.1% 28.4% 37.9% 13.0% 188 17.5%

退休人員 11.0% 20.1% 20.9% 38.7% 9.3% 130 12.1%

無業/待業者 16.0% 14.2% 19.4% 28.8% 21.6% 33 3.0%

6.4% 17.6% 27.0% 41.2% 7.8% 1,070 100.0%

民進黨 1.1% 4.3% 24.1% 68.5% 2.1% 260 24.2%

國民黨 15.8% 32.8% 29.7% 16.1% 5.6% 326 30.3%

時代力量 0.0% 5.4% 9.2% 85.4% 0.0% 82 7.7%

其他政黨 7.5% 22.0% 6.5% 58.8% 5.1% 30 2.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3.3% 15.2% 32.7% 33.9% 14.8% 362 33.7%

不知道 0.0% 32.7% 27.8% 4.1% 35.3% 13 1.2%

6.4% 17.6% 27.1% 41.1% 7.8% 1,074 100.0%

台灣獨立 0.3% 3.5% 29.9% 64.0% 2.3% 510 47.5%

維持現狀 5.9% 17.9% 32.2% 37.1% 6.9% 198 18.5%

兩岸統一 22.3% 46.5% 17.1% 9.2% 5.0% 244 22.7%

不知道 1.1% 18.1% 27.2% 15.8% 37.8% 122 11.4%

6.4% 17.6% 27.1% 41.1% 7.8% 1,074 100.0%

Q6．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請問您贊不贊

成這樣的主張？

合計

性別

合計

合計

統獨立場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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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贊成

還算

贊成

不太

贊成

一點也

不贊成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6．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請問您贊不贊

成這樣的主張？

合計

台北市 5.4% 17.8% 31.3% 42.4% 3.0% 121 11.3%

新北市 8.3% 16.6% 26.9% 40.8% 7.5% 184 17.1%

桃竹苗 8.1% 20.6% 23.4% 41.5% 6.4% 166 15.5%

中彰投 3.5% 20.6% 31.4% 35.6% 9.1% 206 19.1%

雲嘉南 6.4% 8.8% 29.2% 40.9% 14.7% 155 14.4%

高屏澎 5.7% 18.2% 24.1% 48.3% 3.8%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9.2% 21.4% 19.8% 38.8% 10.8% 71 6.6%

6.4% 17.6% 27.1% 41.1% 7.8% 1,07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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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贊成

還算

贊成

不太

贊成

一點也

不贊成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8.7% 15.7% 21.2% 46.5% 7.9% 527 49.1%

女性 6.6% 18.2% 24.9% 41.5% 8.8% 547 50.9%

7.6% 17.0% 23.1% 44.0% 8.3% 1,074 100.0%

20~24歲 0.0% 11.1% 23.4% 65.5% 0.0% 86 8.0%

25~34歲 5.7% 15.3% 24.9% 47.0% 7.1% 180 16.8%

35~44歲 8.2% 17.3% 20.5% 48.2% 5.9% 218 20.3%

45~54歲 11.2% 19.2% 25.3% 38.5% 5.8% 201 18.8%

55~64歲 8.3% 17.1% 21.1% 42.3% 11.1% 192 18.0%

65歲及以上 7.7% 18.6% 23.9% 35.0% 14.8% 194 18.1%

7.6% 17.0% 23.1% 44.1% 8.2% 1,071 100.0%

河洛人 7.3% 15.5% 22.5% 46.2% 8.5% 789 74.0%

客家人 5.6% 17.0% 28.5% 41.5% 7.4% 136 12.8%

外省人 12.2% 25.9% 20.6% 35.1% 6.2% 130 12.2%

原住民 0.0% 17.3% 36.9% 21.8% 24.0% 11 1.0%

7.6% 17.0% 23.2% 44.0% 8.3% 1,066 100.0%

小學及以下 8.3% 16.7% 25.5% 29.5% 20.1% 146 13.6%

初中、國中 7.5% 23.7% 22.7% 30.7% 15.5% 133 12.4%

高中、高職 7.7% 17.0% 23.8% 43.7% 7.9% 299 28.0%

專科 14.3% 14.1% 29.2% 39.8% 2.6% 128 12.0%

大學及以上 5.1% 15.8% 19.4% 56.5% 3.2% 365 34.1%

7.6% 17.0% 23.0% 44.0% 8.2% 1,070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3.1% 15.3% 17.0% 51.9% 2.7% 109 10.2%

高階白領人員 7.3% 20.5% 17.2% 51.2% 3.9%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5.2% 15.4% 26.9% 48.7% 3.9% 179 16.7%

軍公教人員 7.7% 24.6% 16.1% 49.9% 1.7% 38 3.6%

勞工 4.7% 15.1% 23.4% 45.0% 11.8% 165 15.4%

農民 13.2% 11.6% 26.9% 23.8% 24.4% 41 3.8%

學生 6.9% 15.3% 16.2% 61.6% 0.0% 62 5.8%

家庭主婦 6.0% 21.4% 27.8% 34.8% 10.0% 188 17.5%

退休人員 8.0% 15.4% 26.5% 35.8% 14.3% 130 12.1%

無業/待業者 21.6% 9.9% 17.7% 31.9% 18.9% 33 3.0%

7.6% 17.0% 23.0% 44.1% 8.3% 1,070 100.0%

民進黨 2.0% 5.0% 20.6% 69.7% 2.6% 260 24.2%

國民黨 18.1% 31.6% 25.2% 19.1% 6.0% 326 30.3%

時代力量 1.0% 6.9% 11.0% 76.2% 4.9% 82 7.7%

其他政黨 4.1% 27.4% 18.0% 50.5% 0.0% 30 2.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2% 14.2% 25.9% 41.2% 14.5% 362 33.7%

不知道 0.0% 6.4% 32.2% 11.5% 50.0% 13 1.2%

7.6% 17.0% 23.1% 44.0% 8.3% 1,074 100.0%

台灣獨立 2.2% 6.0% 21.9% 67.1% 2.8% 510 47.5%

維持現狀 6.6% 14.8% 29.5% 43.0% 6.1% 198 18.5%

兩岸統一 23.2% 40.0% 21.4% 8.8% 6.7% 244 22.7%

不知道 1.0% 20.2% 21.2% 19.3% 38.3% 122 11.4%

7.6% 17.0% 23.1% 44.0% 8.3% 1,074 100.0%

Q7．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兩岸統一）的最佳方

式。」（一國兩制的意思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請問您贊不贊成？

合計

性別

合計

合計

統獨立場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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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贊成

還算

贊成

不太

贊成

一點也

不贊成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7．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兩岸統一）的最佳方

式。」（一國兩制的意思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請問您贊不贊成？

合計

台北市 8.3% 14.1% 28.6% 44.6% 4.4% 121 11.3%

新北市 7.4% 20.2% 25.8% 38.9% 7.8% 184 17.1%

桃竹苗 8.7% 17.3% 25.2% 43.0% 5.8% 166 15.5%

中彰投 6.2% 20.3% 23.1% 38.7% 11.6% 206 19.1%

雲嘉南 4.4% 10.1% 18.2% 50.4% 16.9% 155 14.4%

高屏澎 9.5% 14.1% 20.1% 53.5% 2.9%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11.0% 24.7% 19.6% 36.9% 7.8% 71 6.6%

7.6% 17.0% 23.1% 44.0% 8.3% 1,07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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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2.5% 33.0% 22.9% 26.5% 5.2% 527 49.1%

女性 8.4% 32.7% 20.8% 27.9% 10.2% 547 50.9%

10.4% 32.8% 21.8% 27.2% 7.7% 1,074 100.0%

20~24歲 16.3% 40.5% 21.7% 13.2% 8.3% 86 8.0%

25~34歲 9.5% 39.8% 20.8% 22.6% 7.4% 180 16.8%

35~44歲 5.5% 39.3% 20.4% 29.8% 5.0% 218 20.3%

45~54歲 8.9% 26.6% 23.8% 37.1% 3.5% 201 18.8%

55~64歲 14.6% 28.4% 19.1% 30.6% 7.4% 192 18.0%

65歲及以上 11.3% 27.0% 25.5% 21.8% 14.5% 194 18.1%

10.4% 32.9% 21.9% 27.3% 7.5% 1,071 100.0%

河洛人 11.3% 37.0% 22.0% 22.7% 7.0% 789 74.0%

客家人 10.2% 24.2% 21.2% 36.5% 7.8% 136 12.8%

外省人 4.7% 19.5% 23.3% 43.3% 9.3% 130 12.2%

原住民 0.0% 16.3% 12.4% 47.3% 24.0% 11 1.0%

10.2% 33.0% 22.0% 27.2% 7.6% 1,066 100.0%

小學及以下 9.4% 24.1% 23.9% 17.5% 25.1% 146 13.6%

初中、國中 7.7% 32.5% 32.0% 18.1% 9.6% 133 12.4%

高中、高職 9.4% 32.9% 19.0% 32.7% 6.0% 299 28.0%

專科 9.2% 33.5% 17.5% 37.2% 2.5% 128 12.0%

大學及以上 12.9% 36.3% 21.1% 26.8% 2.9% 365 34.1%

10.4% 32.9% 21.8% 27.3% 7.6% 1,070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4.6% 27.2% 16.7% 38.4% 3.1% 109 10.2%

高階白領人員 15.0% 25.4% 25.8% 31.6% 2.3%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7.0% 43.6% 20.4% 24.4% 4.5% 179 16.7%

軍公教人員 8.6% 26.4% 25.6% 39.4% 0.0% 38 3.6%

勞工 9.0% 34.5% 23.1% 24.6% 8.8% 165 15.4%

農民 7.1% 16.9% 17.2% 23.9% 34.9% 41 3.8%

學生 9.5% 56.8% 23.5% 10.1% 0.0% 62 5.8%

家庭主婦 8.4% 32.5% 21.1% 26.0% 11.9% 188 17.5%

退休人員 13.9% 25.5% 24.7% 27.6% 8.3% 130 12.1%

無業/待業者 10.8% 23.5% 15.9% 29.2% 20.6% 33 3.0%

10.4% 32.8% 21.8% 27.2% 7.7% 1,070 100.0%

民進黨 27.5% 57.3% 10.0% 2.0% 3.2% 260 24.2%

國民黨 0.9% 8.1% 28.6% 59.5% 2.8% 326 30.3%

時代力量 22.3% 58.1% 9.4% 5.4% 4.9% 82 7.7%

其他政黨 10.9% 30.8% 37.2% 21.1% 0.0% 30 2.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0% 32.7% 26.0% 21.9% 15.4% 362 33.7%

不知道 7.3% 9.6% 15.3% 26.7% 41.1% 13 1.2%

10.4% 32.8% 21.8% 27.2% 7.7% 1,074 100.0%

台灣獨立 18.7% 51.2% 17.9% 7.5% 4.6% 510 47.5%

維持現狀 6.0% 26.3% 29.5% 34.3% 3.8% 198 18.5%

兩岸統一 0.4% 6.9% 23.9% 62.5% 6.3% 244 22.7%

不知道 2.6% 18.3% 21.5% 27.9% 29.7% 122 11.4%

10.4% 32.8% 21.8% 27.2% 7.7% 1,074 100.0%

Q10．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迄今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合計

統獨立場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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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0．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迄今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合計

台北市 16.7% 31.9% 24.0% 25.9% 1.5% 121 11.3%

新北市 8.7% 33.3% 24.5% 28.6% 4.8% 184 17.1%

桃竹苗 11.7% 29.0% 26.7% 25.0% 7.6% 166 15.5%

中彰投 4.3% 37.2% 18.9% 28.0% 11.6% 206 19.1%

雲嘉南 12.4% 32.4% 21.6% 19.4% 14.2% 155 14.4%

高屏澎 13.2% 33.9% 19.9% 27.7% 5.3%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7.7% 27.8% 13.3% 44.8% 6.3% 71 6.6%

10.4% 32.8% 21.8% 27.2% 7.7% 1,07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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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4.7% 24.3% 31.4% 32.7% 6.8% 527 49.1%

女性 2.8% 26.2% 27.7% 35.4% 7.9% 547 50.9%

3.7% 25.3% 29.5% 34.1% 7.4% 1,074 100.0%

20~24歲 0.0% 30.9% 36.8% 24.0% 8.3% 86 8.0%

25~34歲 5.1% 32.3% 28.9% 27.2% 6.4% 180 16.8%

35~44歲 2.3% 23.1% 32.0% 41.4% 1.2% 218 20.3%

45~54歲 2.3% 18.6% 28.2% 46.1% 4.7% 201 18.8%

55~64歲 4.8% 24.9% 27.6% 35.9% 6.9% 192 18.0%

65歲及以上 6.2% 26.5% 27.5% 22.9% 16.9% 194 18.1%

3.7% 25.4% 29.6% 34.2% 7.2% 1,071 100.0%

河洛人 4.3% 26.9% 31.1% 30.2% 7.5% 789 74.0%

客家人 2.8% 23.4% 31.6% 37.4% 4.8% 136 12.8%

外省人 0.6% 20.4% 19.8% 52.3% 7.0% 130 12.2%

原住民 0.0% 10.1% 20.2% 53.6% 16.2% 11 1.0%

3.6% 25.5% 29.7% 34.0% 7.2% 1,066 100.0%

小學及以下 4.3% 25.1% 28.4% 15.6% 26.6% 146 13.6%

初中、國中 3.5% 28.1% 29.0% 29.4% 10.0% 133 12.4%

高中、高職 4.2% 22.2% 27.9% 40.7% 5.0% 299 28.0%

專科 3.4% 19.5% 29.8% 44.3% 3.0% 128 12.0%

大學及以上 3.4% 29.0% 31.3% 34.6% 1.8% 365 34.1%

3.7% 25.3% 29.5% 34.2% 7.3% 1,070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7% 18.1% 34.9% 40.3% 3.1% 109 10.2%

高階白領人員 2.7% 23.9% 30.0% 42.6% 0.9%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3.4% 29.1% 32.4% 31.6% 3.6% 179 16.7%

軍公教人員 3.2% 25.7% 26.3% 44.8% 0.0% 38 3.6%

勞工 4.1% 21.4% 29.0% 35.0% 10.5% 165 15.4%

農民 3.6% 16.7% 23.2% 26.3% 30.1% 41 3.8%

學生 0.0% 37.7% 37.3% 25.1% 0.0% 62 5.8%

家庭主婦 3.4% 27.3% 26.7% 31.8% 10.8% 188 17.5%

退休人員 4.3% 26.9% 26.7% 32.9% 9.3% 130 12.1%

無業/待業者 15.2% 19.4% 26.0% 19.7% 19.8% 33 3.0%

3.7% 25.2% 29.6% 34.0% 7.4% 1,070 100.0%

民進黨 12.3% 49.5% 26.3% 6.2% 5.7% 260 24.2%

國民黨 0.0% 7.7% 25.0% 64.8% 2.5% 326 30.3%

時代力量 3.6% 40.9% 39.3% 11.4% 4.9% 82 7.7%

其他政黨 1.7% 29.4% 21.1% 47.8% 0.0% 30 2.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2% 20.1% 34.4% 31.5% 12.8% 362 33.7%

不知道 0.0% 18.7% 30.1% 9.2% 42.0% 13 1.2%

3.7% 25.3% 29.5% 34.1% 7.4% 1,074 100.0%

台灣獨立 6.4% 41.9% 28.3% 17.1% 6.2% 510 47.5%

維持現狀 3.0% 15.6% 33.3% 45.1% 2.9% 198 18.5%

兩岸統一 0.4% 4.2% 29.9% 60.8% 4.7% 244 22.7%

不知道 0.0% 13.9% 27.8% 33.6% 24.7% 122 11.4%

3.7% 25.3% 29.5% 34.1% 7.4% 1,074 100.0%

Q11．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迄今，在拚經濟方面的表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合計

統獨立場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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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改組、總統聲望與兩岸關係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1．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迄今，在拚經濟方面的表現？

合計

台北市 3.3% 26.4% 34.4% 33.0% 2.9% 121 11.3%

新北市 4.1% 20.9% 31.6% 38.6% 4.8% 184 17.1%

桃竹苗 4.1% 33.3% 24.7% 29.5% 8.4% 166 15.5%

中彰投 1.6% 21.7% 27.9% 36.4% 12.4% 206 19.1%

雲嘉南 4.7% 26.7% 27.5% 28.4% 12.7% 155 14.4%

高屏澎 4.5% 26.9% 31.6% 33.4% 3.6%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4.6% 19.5% 31.6% 42.2% 2.1% 71 6.6%

3.7% 25.3% 29.5% 34.1% 7.4% 1,07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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